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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制度是一个系统，通过企业 内外人们 的活动 ，不同的制度 完成 不同的功能 ，所 有的制度 完成 该企业的整体功 

能。本文论述企业伦理制度(主要是隐性地 )完成企业的社会 效益，企业的经济制度(主要是显性地 )完成企业经济效益。两者 

对 立统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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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 between the Ethics Principle and 

the Economic Principle in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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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rinciple of the enterprise is a system．With the great efforts of everybody，a different principle acts as a different role，and 

all principles bring about the entirety function of the enterprise．The ethics principle achieves the enterprise’S society results，and the economic 

principle realizes its economic benefits．They are not isolated but condition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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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系统 ，必须有一系列规范或准则供人 

们在 活动中共同遵守 ，以此调节企业运行中人 与人之间处理 

各种利益关 系的行为。这些规范和准则 ，归纳起来就是企业 

制度 。在企业制度中 ，主要为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部分整合 

为企业 的经济制度；主要为企业实现社会效益的部分归结为 

企业 的伦理制度。 

一

、企业伦理及其制度性与企业制度的伦理性 

企业伦理是以企业为行为主体，贯穿于企业全部行为过 

程 中的道德意识 、道德准则和道德活动的总和。企业伦理是 

一 个意识形态范畴 ，属于观念上层建筑 ，决定于一定社会发 

展阶段上的经济基础 。 ． 

首先 ，企业伦理具有制度性质。 

所谓制度，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求成员共 

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进行的规程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 

面的体系，是人们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的总和。很显然，企 

业伦理作为企业行为准则的总和是有制度性 的。社会 历史 

的发展表明伦理道德观也是具有制度性 质的。马克思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社会制 度的存在 和发 展角度强 调了伦 

理道德制度的重要作用。所谓伦理制度，就是人类道德生活 

中的各种人伦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决定的道德 活动方 式 的稳 

定形式和规则。于是 ，我们可 以给企业伦理 制度定义 为：企 

业道德生活中形成的稳定的道德行为模式和准则 。 

其次 ，我们认为经济制度具有伦理性质。我国当代 经济 

制度在企业层面上集中体现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 目标框 

架内容里。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无疑是进 

行经济制度创新。我 国当前进行创新 的 目标模式 是建立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四个方面的 目标框架 即“产权清 

晰 、权责明确 、政 企分 开 、管理科学 ”，这 四个方 面 的 目标框 

架，无论总体上还是具体方面，都与伦理性密切相关。 

现代企业是在一定制度 中活动 的。如果这 些制度不合 

理，甚至不道德 ，那 么企业 的道德行 为就很难有 较大的社 会 

作用，至多只是独善其身；如果这些制度合理，比较符合道德 

精神 ，即使个别企业有不道德行为 ，它对社会 的危害也会 受 

到抑制。也就是说 ，在 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的今 天 ，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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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中体现道德 的精神 ，与企业能否履行道 

德准则 同等重要 ，我们必须重视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性。 

“产权清晰 、权责明确 、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这一现代企 

业制度的目标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产权清晰、权责明确 、 

政企分开”的核心是对产权主体 的明确界定 ，实现所有权 和 

经营权的有效组合 ，权责分明 ，并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 的基 

础性手段。从哲学角度看，产权体现了人对物的占有，是人 

格在所有物上的延伸，是人的主体性的一种体现，即产权主 

体与法权主体的统一；责权明确 ，政企分开 ，以市场 为资源配 

置的基本方式，体现 了企业 的选择 自由。“管理科学”的 目标 

模式 ，其内核是“以人为本 ，以德为先”，即坚持 以企业员工为 

中心 ，明确员工在 企业管 理 中的主体地位 ，并以德泽 之、服 

之 、感之 、敬之。正如罗尔斯指 出：“一种经 济制 度不仅是一 

种满 足目前需要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创造和塑造新 的需求的 

方法。⋯⋯既然经济制度具有这些效果 ，而且甚至必须具有 

这些效果 ，那么对这些制度的选择就涉及到某种关于人类善 

以及关系实现它的制度的设计方案 的观点。因此 ，这个选择 

的做出必须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 

治基础上。”(约翰．罗尔斯<正义论>)马克思曾指 出：“生产 当事 

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 ：这种交易是从 生产关系 中 

作为 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 、相 

一 致 ，就是正义的 ；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 ，就是非正义的。” 

(<资本论>第 3卷)这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伦理性。 

二、伦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制衡 

社会有机体包括经济制度 、政治制 度和内含伦理制度 的 

文化制度三个系统。它们之间相互渗透 、作用 、包含 ，又相 区 

别、排斥和对立。经济制度的存在是以“公正”为基础和前提 

的；伦理制度则反映着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经济制度要求 

自由、平等的合理交换原则 ，伦理制度则要求企业 自觉 、自律 

和教化约束。如果把经济制度的自由交换、追逐功利、讲求 

效率 、趋利避害等原则加以泛化 ，在道德领域推行“经济泛化 

论”，便会造成道德沦丧 ；相反 ，若在经济领域夸大道德要求， 

推行“道德决定论”，则会 出现经济发展 的低效益。这就是企 

业伦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制衡关系。 

伦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这种制衡关系，还体现在一种制 

度的变革会引起另一制度作相应的调整。具 体表 现为经济 

制度对伦理制度 的决定作用 ，以及伦理制度对 作为其基础的 

经济制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制约 。 

比如，有一类经济制度包括度量衡制度、金属货币制度 

等 ，属于市场交易中的纯技术性制度 ，由于其不完善，直接助 

长交易者的投机习气 ，影响了伦理建设 。如在度量衡制度方 

面 ，我国历史 上不 同时期 、不 同区域 的度量单位 千差万别。 

在许多大宗产品(如粮食 )的交易 中，体积单位与重量单位混 

用。私造、变造的度量衡器具充斥城乡市场。人们似乎从来 

没有就所使用 的计量 器具 的大小形成 一致看法。历史上 因 

此曾经多次爆 发所谓 “乡原斗器之争 ”，有 的几乎酿成 民变。 

清朝雍正年间，由于市场交易、土地租约履行中的度量基准 

混乱 ，户部布政使 司特意制作铁质官 斛，发放各衙 门作 为基 

准，试图以此解决 度量混乱 的问题。但 是，市场上每 天频繁 

发生的交易怎么可能都到衙门 口重新称量 呢?货 币制 度也 
一 样。中国历代都采用复本位制 ，贵贱金属同时作为本位货 

币，金属铸币与不固定成色的银两混用。这就使得货币不能 

很好履行价值尺度 、流能手段的职能。交易媒介的状况 尚且 

如此 ，哪里还能对参与交易 的人 的商业道德提 出过高要求 ! 

反过来，由历史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一些伦理态度和道 

德认知习惯 ，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制度 的实施状况 。如商 

业交往 中，中国人一贯持有 的对合同的态度就是如此 。中国 

社会向来普遍存在着轻视文字契约的倾 向，大陆、香港、台 

湾，包括东南 亚的华人 圈概莫 能免。中 国人 崇 尚“合情 、合 

理”，形成 所 谓 “中 国特 色 的 契约 ”(Contmcl With A lunese 

Face)．．在华人文化圈里，正式 的契约 往往 只是君子协定 ，并 

非私人关系的替代物；契约 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 ；情理 的考 

虑必须整合到契约的执行中。这样一种 流行 的契约态度 ，在 
一 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既定 的商业模式 。 

为了进一步论证经济制度与伦理制 度的制衡关系 ，可以 

用以下数学模式显示伦理制度和经济制 度之 间的制衡性质。 

假定 ： 

代表经济制度 ，POL代表 在一定经济制度下 所选择 

的政策。ENV代表包括 自然资源、生产力和经 济发展水平 、 

经济规模 、劳动和资本投入等环境 因素 ，E代表 伦理制度 ，A 

代表人的行为活动 ，0代表经济结果。 

因为经济结果来 自于人 的活动 ，而人 的活 动受经 济制 

度 、政策 、环境 的制约 ，即 

0=厂(_4)A=g(ES，POL，E ) 

所以 0=fEg(ES，POL，ENV)]_P(ES，POL，ENV) 

又因为制 度与 当前 经济 结果和 伦理规 范紧 密相联 ，即 

ES=U(0，E)，此时的 0侧重在衡量生产力水平高低 

所以 ES=U[P(ES，POL，ENV)，E] 

=UI(E，ES，POL，ENV) 

因 POL=F(ES，E) 

所以 ES=u2(E，ES，ENV) 

由此可解出隐函数 ES=P，(E，ENV) 

这表明，经济制度由环境 因素和伦理制度共同起作用形 

成。当然 ，环境因素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如图 1所示 ： 

ES 

EN V ． E 

图 1 环境因素、伦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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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企业经济制度 ，加强企业 伦理建设。努力实现企 

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在企业层面上 ，要 围绕“产 

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加强 现代企业 制度 

建设。由于企业经济制度与伦理制度在客观上的制衡关系 ， 

它要求企业的伦理道德建设应贯穿现代 企业制度建 设的全 

过程。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效益经济。因为经济主义是 

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基础和发展动力 ，市场竞争在很大程度 

上被 当作是企业间效益的数量竞争。 

然而 ，企业经济效益与企业社会效益 又是相对 而言 的。 

在企业生产经营等活动中，能否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追 

求企业的社会效益，实现二者的对立统一 ，确保企业行为道 

德上的正当性 ，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 。 

作为经济范畴的经济效益本身虽不具有什么道德意义， 

但就其所触及的社会利益关系上，都具有深 刻的道德意 义： 

因为经济效益除了关系到企业 自身的生存发展利益之外 ，还 

影响着与之相关的经济系统、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的物质文化 

需求利益。或者说企业经济效益的正当性就是其道德性。 

企业对经济 指标 的重 视极易 导致对伦理 道德 的忽 视。 

在生产方面表现为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弄虚作假 ，例如假人 

工牛黄制药、仿羊革鞋当真皮鞋 、工业用酒精制酒、以旧电视 

机零件充新等等。在交换方面有欺蒙瞒骗、哄抬物价、行贿 

受贿、投机钻营。在分配方面是偷税漏税，截留税款等。在 

消费方面如请客送礼、公款吃喝、集团消费等等。凡此种种 

人们 自然要问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必然排斥 、弱化道德 

伦理规范的社会作用?马克思认为：平等 、自由及其伦理规 

定 ，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社会 主义市 

场经济不但会开创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精神，而且也为代 

表生产力发展的伦理道德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天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不是排斥和弱化伦理的 

作用，相反会促进、唤醒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追求经济的自 

由、平等、富足 的同时 ，实现 内心精神世 界的升华 以及对他 

人、团体的不断增强的责任心和人文关怀。正如人类漫长文 

明史所证明的一样，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也是可以实现 

统一的。凡是以合理的有效生产经营 等活动全面满足社 会 

需要的企业，其社会效益就越好 。只要企业 “坚持把提 高经 

济效益特别是提高质量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正确处理 好 

质量与数量 、效益和速度”以及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其追求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本质上并非绝对对 立的。恪守道 德的 

企业 ，只要合理选择 自己的生产经 营管理 行为 ，是可 以在 寻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的。 

中国企业面临的伦理剧变和道德 滑坡 困境 ，根本原因在 

于传统伦理 的苍 白亏空和现代市场经济伦理 的缺乏。传统 

的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等差之爱”，它是以血亲纽带为 

基础的 ，对于不同的人存在着情感的亲疏有别和道德行为上 

的差异。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经济个体间的契约 

关系，讲求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血亲 纽带不能完 全超越 和 

代替契约的经济关系 ，因此市场经济下的道 德建设 应该 、也 

必须对这种传统道德进行转化 ，应该借助法律来控 制利 益冲 

突，减少“等差之爱”下的裙带关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更重 

要的是 ，“市场之德”并不是建立在对利益的理性计算和 自觉 

的基础上，它应该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的共同信仰和价值， 

这也许就是中国企业伦理的发展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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